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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岁聿云暮，自然的律动古老又准时，大地又如期带来了春天的讯息。 本期恰逢龙年除夕，特此征集龙
年出生的“龙人”和姓名中带有“龙”字的作者，以“龙年龙语”为主题，和大家共同庆祝 2024 年春节。

玉兔回蟾宫独折丹桂，金龙来华夏普降甘霖。
中国的新年往往是从腊八节就开启了散漫的序曲，

腊月二十三祭灶神过小年， 开始勾动孩童们昐新年的喜
悦心情。长工短工干到二十三都算满工，大企业小工厂大
都在这一天举办年会，奖励先进鼓励同事，欢聚一堂宣告
新年假期的到来，一家之长在统筹工作的同时，正式进入
年货的筹备阶段，豆芽必须是清水长的，豆腐要点浆水手
磨的，年猪也得请亲朋好友合力烫宰的，油包子花卷馍也
要陈年酵母发面，房屋清灰扫尘，新衣置办，食材足备，忙
到年三十的到来，新年的欢庆开始渐次进入高潮，闹元宵
算是春节的压轴大戏，直到二月二龙抬头吃过炒豆子，欢
度春节的大幕才在不舍中缓缓降下。

癸卯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走出新冠疫情，迈进经济
复苏；甲辰年必然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年，面对
新的开始和希望，繁荣与发展，突破与改革必然来临。 年
关岁首，丽日送暖，朋友对座两杯清茶，兄弟相见三枝梅
开，最宜说些新年旧话。

安康人过新年，最看重的是孝义二字。特别是汉滨北
部山区， 至今很多人家都在堂屋正对大门的墙上设有家
神牌位，主要供奉各自的先祖和恩师，提醒儿孙要始终记
得幸福生活的来时路和增长未来智慧的师父们。 从前那
些年，年三十的正午，父亲会带领我们往贡桌上献祭最好
的食品，然后恭恭敬敬地上香作揖磕头，回转身来烤着火

开始讲爷爷或者爷爷的爷爷们创业的往事， 也讲他们诚
孝俭勤和的品质， 说到各个恩师传授技艺传承文化时感
激之情溢于言表。我们从来不以为这是迷信，一直认为这
是文化自信的家教课。

团年饭后，夜色渐浓，携子带孙去祖坟祭拜，放鞭炮
是必不可少的，说是爆竹一声旧岁除，其实更多的是向先
祖汇报，我来了，我们来了，感念治家有方，传承有道，宣
示后继有人，人丁兴旺。焚香化纸，也是一种仪式，算是一
种臆想中的回馈；跪拜祷告，也是一种尽孝方式，算是给
儿孙们的榜样。 临别前拿出白纸糊的灯笼，拨亮灯芯，暗
夜长明，全村人在守年夜的闲暇时，走出院落抬头望向半
山腰的亮光，大都会称赞这孝道传承的典范，说这是人财
两旺啊。

大年初一，早起开门，饺子一碗，吃过喝茶，坐等儿孙
和族里侄男侄女拜年，享受发放压岁钱的乐趣，听取如饮
醇酒般的祝福词。 晌午过后，外甥上门拜年，一年最热闹
的时节正式到来。 朋友是坐出来的，亲戚是走出来的，常
常走动，亲上加亲，久不往来，亲戚不如对门。 走亲访友，
也是义气表现，重在你来我往，我去你回的行动上。 在初
二的路途之上都是快乐的拜年人， 正月十五前， 理应回
节，一拜见一回应，礼数周全，情义互动，一个年节，才过
的完美。

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春来备耕，启动生产，谋划致

富，外出工作，也在日程中排定，亲朋众多，元宵节前，仍
未走动，也有完美的借口，推辞说二月二之前都算年。 当
然万万不可过了这一天，终究有慢待嫌疑，令人不快乐。
那一年，去三姑家回节，表兄弟众多，三天斗酒两天吹牛，
误了很多时日，眼看去大姑家回节时间欠缺，回家去拿了
礼品，往返又是几十里路，会错过年节最后的时日。 半路
歇火打开包裹一看，各家都捎带回礼了四个花馍，山乡智
少以四为佳，认定四季安康、东西南北、前后左右、就连书
也编的是四库全书，认为四有周全之意。把三家的回礼攒
聚在一起有十二个馍，正是代表了一年十二个月，用压岁
钱于小村庄的供销社代销点里，购得罐头一瓶、麻花一捆
和玉米酒一瓶，又成了四色礼的规矩。 灯明夜未黑，走到
大姑家坎下，只见她正翘首以盼，见娘家来人，笑逐颜开，
抓公鸡煮腊肉。席面排开，依次坐定，表兄说以为你们忙，
不来了呢。酒是七八年前的柿子老酒，打开黄泥封着的坛
口，黄亮如润玉，温热来饮，几无酒味，三杯过后，晕乎乎
快意人生。第二天正是二月二，归去还家，翻梁过沟，感觉
腾云驾雾，如飞山过川，和同行的大哥闲聊说，酒是好酒，
陈酿醉人啊。

回到家，醉意朦胧中，被父亲按在太师椅上，剃了头
发，算是龙抬头的节日也过罢了。 飞龙治水到农家，一年
农忙又归来。年节已过，又盼着下一年的到来，周而复始。

借着陈年的醉意，说了新年的旧事。

平利的年味是自吃庖汤宴开始的。 地处南北
交汇的小城平利，人文饮食也是南北集会，南方人
喜好的甜鲜和北方人偏爱的熏腊都大受欢迎，传
统待客肉食仍以大肉为主。

庖汤宴是顶热闹的农家宴席， 节气过了冬至
继续就开始了。 冬至是周代新的一年的开始，民间
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 而庖汤宴有着庆丰年，谢
邻里，祈福运之美意，乡村人家对农时节令十分注
重，多会挑了“肥日”宴请。 肥日也就是皇历上的阳
日，是农家信奉的好日子，据说这样的日子买进牲
畜长得旺，宰杀牲畜接槽旺。 当然，这都是老讲究，
讨喜的彩头。 一场热热闹闹的庖汤宴，就是一场小
型农贸交易会，大家各取所需，为年夜饭和春节待
客储备肉食。 除了上好的猪肉，猪血猪头猪下水都
是抢手货，前者用来做血粑粑，后者是卤菜必备。

在平利，年夜饭和春节待客讲究“八大件”，前
者额外加条全鱼，取连年有余之寓意，再炖个汤，
便是十全十美了。 “八大件” 为八冷八热，且各是
四荤四素。 凉菜的重头戏是卤味，庖汤宴上购得的
猪头猪下水与鸡鸭牛肉豆腐干等一锅里卤了，拼
盘上桌，好吃又排场。 热菜则是南北风味兼具，生
鲜熏腊齐上案，麻辣酸咸各取所好。 卤菜和蒸碗一
般都是提前卤好蒸好，冷藏备食。 近年，又添了山
珍野菜这一类新贵，花样翻多，讲究仍无二致。 其
中有些菜品属地方独有，有谋性的主妇，自年初就
会留意冷藏储备起来，如鲜绞股蓝、半边菜、野椒
叶等高山食材。 小年后，各家的掌勺都动了起来，
居民小区里四处飘散着肉菜香气， 街头巷尾各色
灯笼早挂了起来，年货摊子鳞次栉比，熟人相遇不
再问“吃了吗？ ”而是说“置年货呐！ ”若因故去到乡
村走一遭， 就会瞧见好些人家架起了大铁锅柴火
灶，大锅大笼屉的蒸煮烹炸，忙得不亦乐乎。

大年三十， 色泽诱人的卤菜被切码得极具美
感请上餐桌时， 它们多会拥有一个寓意美好的雅
称，如鸿运当头、二龙戏珠、赚头、福牛、抓钱手等
等。推杯换盏间，美食和祝福一并奉上。凉菜中，豆
芽和菠菜是必备，摆放讲究“上青下白四角红”，菠
菜为青，豆芽为白，荤菜为红。 至于缘由，始终不曾
全然知晓。 偶然读过林青玄先生一篇讲菠菜的文
章，说在台湾过年必吃菠菜，谓之“长寿菜”，挑品
貌俱佳的菜株，焯水后捋齐摆盘，吃时整根使劲儿
咽下，表生命长青之祈愿。 据说，这一讲究源自内
地南方某省。 猜想， 平利这上青下白四角红的讲
究，或寓意相近，取生命长青，为人清白，日子红火

之愿景，也未可知。 至于豆芽为何是白，至今没弄
得明白。比较而言，“八热”就灵活得多了。人多时，
八个炒菜，蒸煮菜色不做计数，取双数就好。 人少
时，蒸炒烹炸共计八个就成。 若逢三五亲友造访，
微“八大件”待客也是相宜的，冷菜各取一小撮，八
样拼成一大盘，热菜换成小碟小碗，仍是八个，可
口又可心，礼数上也是周全的。

每每将小城“舌尖上的年味”分享给久居都市
的亲友，总令以半成品充裕餐桌的他们艳羡不已！
我也油然庆幸， 生活在这样的小城不失为一种幸
福。 事实上，我所表述的是当下年味一隅，再早，地
道的山乡年味更是勾人回味。

童谣里唱“过了腊八就是年”，而早年乡村的
年味自腊月就有了。 跨过腊月门槛，大人们便时时
警醒规矩娃们言行，不吉祥的话不能讲，不文明的
举止不能有，他们自己言辞也比寻常顺耳。 各家继
续杀年猪，迎来送往都有好吃喝，面上尽皆喜气洋
洋。 小年前，必要开灶烤酒熬糖，小年当天用新烤
的头子酒和上好的板糖祭灶， 一壶烫酒， 一碟板
糖，再配上两碟瓜果，主妇恭身虔诚地絮叨一箩筐
好话， 恳请灶君上界述职多多美言， 多带福气回
来。 好酒撤下来，喂了老少爷们儿的酒虫。 糖果则
填了娃们的小肚皮，他们捂着鼓鼓囊囊的荷包，兴
冲冲地猫在炉火旁吃得口齿生香。

小年前后，灶间就没断过火，打豆腐，搅凉粉，
炒苞谷花，熬糖粘糖，炸面果子，发面蒸馍，蒸碗卤
菜， 炒瓜子花生……主妇身侧常围着一群 “小馋
猫”，上赶着帮忙烧火、拎水、磨磨、跑腿，别提多殷
勤了！ 瞅着豆浆翻花儿了，一人来一碗，围着锅台
转圈儿吸溜，待得点了卤水，豆腐脑再来一碗。 板
糖还是糖水时，便这个一勺那一个勺，美其名曰：
尝味儿。 糖熬好了，吃了糖希，又巴巴地等糖锅巴。
不得不说糖锅巴是人间至味，甘甜浓香嘎嘣脆，还
有股浓郁的焦香味儿。 炸好的面果子，炒熟的花生
瓜子苞谷花，无论藏得多严实，都能被家里的小馋
嘴寻到，今儿偷一把，明儿偷一把，直到当娘的盘
算着不够支应春客了，搁大木箱子或板柜锁起来，
才不得不罢手。 家里的锁起来了也不打紧，正月里
四处拜年，总能得着一些好吃喝。 有时，赶巧从邻
家门前过，逢着待客，也能得一捧零嘴儿。

灶屋热火朝天，屋外也不例外。 后檐下歇了半
冬的酒灶呼呼烧起来，苞谷酒烤一甑，谷子酒烤一
甑，麦子酒烤一甑，加上入冬主打的甜杆儿酒，正
腊月间待客的美酒不下四五种。 老道的行家，多有

“断花摘酒”的本领，看花摘酒，掐头去尾。 通过观
察酒花大小、 滞留时间长短和品鉴味道判断馏出
的烧酒度数高低，把高中低度酒准确分离，分坛封
装。 这听来玄乎其技的本事，也没几人真正学过，
但凡善饮者，喝着喝着就会了，将下料发酵蒸馏摘
酒一套程序熟烂于心，直至炉火纯青。 细思起来，
农人通农事就如妇人善生养一般，近乎自然天成。

除了烤酒，预备柴火、打年货这样的要紧活也
是老少爷们儿的主责。 柴火要按厨下和火塘不同
用途足量预备，做饭的柴草粗细搭配，烤火用的则
以耐烧为宜，除了日常烧用，额外还得挖个顶大的
柴疙瘩除夕晚上烧。 老传统讲究“三十的火，十五
的灯”，三十晚上的火要整晚不灭，十五夜里的灯
应通宵达旦，一个好疙瘩蔸常能烧几天几夜不灭。
此番讲究各地说辞不一，但古今南北情理不远，左
不过是吓唬年兽，企盼日子红火及前途光明，与燃
放爆竹、张贴对联年画大抵相近。 打年货实在是个
妙语，打，有一网打尽之意。 一般多是当家主妇列
出名目， 男主事挑上箩筐或夹了蛇皮口袋去集镇
采买，烟酒副食、灯油香烛、皇历春联、菜蔬大料、
糖果瓜子等一应物什尽可能一次张罗回来。 记性
要好，账算要清，还得有一膀子力气。

除夕当日，老幼皆兵。 主妇在厨房忙活，其他
人洒扫挑水担柴喂牲畜，确保年夜饭前，杂七杂八
的活计尽皆拾掇得妥妥帖帖。 晌午头上， 愈发忙
活，搅浆糊贴对联，准备年夜饭，张罗祭祖……待
得一切就绪，一家人在爆竹声声里围桌团坐，火烧
得旺旺的，酒烫得滚滚的，菜摆得满碟满碗，一家
老小撑肠拄腹，喜笑颜开。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
年。 饭后，挨个洗漱一新围炉夜话，吃糖果，摆古
今，发压岁钱，喜气洋洋守岁接福。

一岁除，一岁新。 年夜饭后到正月初三“送年”
前，讲究不泼水，不扫地，不动刀剪，不事劳作。 连
着几日，除了走亲访友，就是在家吃喝乐呵，安心
守财纳福，别提多敞亮开怀了！

年被引申为岁名，因着谷粟一年一熟。 传统年
俗意在抚慰辛劳，庆贺丰收，祈来年丰赡。 岁序常
易，华章日新。 在现代化进程的滚滚洪流中，一些
古老年俗日渐简化淡出，一些新的年俗应运而生，
可最为养心慰怀的仍是一碗人间烟火，“舌尖上的
年味”成了最有温度的传承。 地道年味里都饱含着
一份故旧难离，每于新年前后下意识回刍，总能品
咂出一份别样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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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纳庆，佳节长春。 万象更新，一元肇启。 阴阳交而生气
发，新故推而岁时替。桃符焕彩，福泽积善之家；春酒盈杯，礼拜
德望之尊。良辰美日，以迄于今。上溯虞舜之祭，下该汉唐之风。
上古干支之纪元，斗柄回寅；封建历法之岁首，夏正始成。 阴阳
合历，公夏定分；四时相催，律转鸿钧。 丰年兆雪，非禹疆之宽
柔；凛冬梅放，实芒童之未迟。

三九寒天，腊月始迎。远人归而乡音未改，学子回而礼数初
萌。 引清流以洒罢，请净君以浮尘；集旧裳以浣新，理罗衾以御
寒。 家家洒扫，几净窗明；户户掸拂，蛛网闭绝。 闾阎相望，密微
微其俨然；桑麻翳野，区井井而有条。

腊八至，旧岁息。九衢囊括四海，三市铺陈五湖。镇坪虽小，
而有海内之珍；地方即朴，更兼古今之气。南货北杂，物候时新。
莲子清圆，柿饼含霜；鱼翻春水，蟹舞浅沙。 罗绮入户，竞夸溢
目；颗粒归仓，倍穹常时。 游人滥赏，莫知厌足；车马骈阗，熙熙
攘攘。 买卖丰俭，迄于岁尾。

暮色四合，花灯除夕。罗织酒浆，列布盏盘；扶长携幼，延请
筵宴。 举目则佳肴美馔，玉露琼饮，家私竞荟于一盅，山野争凑
于一盂。 家私竞荟，鸡豚腌鱼滋味醇香；山野争凑，藜椿野蒿回
甘久长。 香飘万户，酒暖千家。 稚子嬉笑于长街短巷，归人共话
于西窗烛雪。花光子时，彩彻长空；爆竹山呼，万姓祈福。夜连双

岁，新岁还胜旧岁；情分两岸，此岸犹共彼岸。
新元复始，万本归一。 躬率妻孥，絜祀祖祢。 祭祖以礼，告列位叶硕根深；

祷神以丰，飨灵冥雨顺风调。 椿萱并茂，高堂安泰，喜青丝之未雪；棠棣同馨，
儿女成行，贺情谊之既往。 压岁于幼，邪祟散也；压岁于长，寿数延也。 长寿之
乡，福禄自然集聚；养生之所，灵气浑然天成。

及至次日，推门访友，走亲串巷。 白雪御风而霏霏，碎红卷地而漫漫。 往来
则口称吉祥，远近必语报平安。 逢人相笑，丝愁不存；佳客未至，爆竹先传。 络
绎喧空，几家设宴；数日如缕，未能断绝。

嘻，善哉！ 物繁而民阜，岁稔而年丰。 想汉唐之万邦来朝，互通有无，尚有
饥馑斯民；观新时之列鼎诸国，协和天下，已是脱贫致富。 盖昔日一家之权柄，
一旦时衰，祸及九州；而今朝万姓之家国，民意所指，正道沧桑。

仆以薄言，恭书图景：节物风流，人情和美。 盛祈春风不改，岁岁年年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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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絮语
张涛

龙年即到，祝我们所行皆所愿，所愿皆所得。 多喜
乐，常安宁；勇上进，知事理。 2023 年于我而言，是不平
凡的。这一年里，我学会了知足，珍惜当下的美好；学会
了感恩，用心去对待每一个真心待我的人；学会了坚持
和勇敢，更加勤奋，朝着目标前进。在新的一年里，希望
自己能抽出更多的时间陪陪爸妈； 希望自己能做个快
乐的小大人，勇敢继续向前进。

写在龙年的话
叶新炜

春天到来的时候，我将
不再言语。 也许还会
随着雨水不断的暗淡
我要褪下一身的色彩，给我
窗外的那片草地
给拉琴的虫豸，跳舞的蝴蝶
———我把这一切交出，约等于
把自己交给另一只鼹鼠，然后
顺着三月的甬道，步入她
隐秘，而又繁花似锦的宫殿

雨水

左手摁住右手，用
上唇咬住下唇
气沉丹田，用深深的
呼，吸，占用洒满火药的鼻腔
悄悄吞下一口唾沫：就当是
一场淋湿自己的雨水
有助于浇灭一颗心，烈烈的
燃烧

年来（外一首）

萧风

那年三月里的一天，天没亮透，还下着春雨，母
亲便在阵痛中分娩了我。午后雨住天晴，阳光灿灿，
空中架起一道彩虹，恰似云飞龙舞，父亲便给我起
了云龙这个名字。从小到大，儿时的街坊玩伴，中学
的老师同学，下乡的知青农民，当兵的老乡战友，工
作的领导同事，这个名字已烙印在身，成为符号，没
有一个绰号或其他称呼叫法。

虽然我叫龙，却不是龙，只是一只文虫。自小喜
欢钻书本、爬格子。生长的那个年代没有上成学，没
有读好书，却一门心思爱上了文学。 尤其是当兵的
两年多时间，尽管整天打眼，放炮；扒碴，筑造，一个
作业班下来，人累得骨头散了架，而我咬紧牙关钻
到工具房去看书写作，那些臭袜子、脏鞋发出的怪
味，差一点没把我呛死，我想呕吐却又吐不出来，心
里难受极了，但我强忍着。 一天，两天，渐渐地适应
了。

军人生活仅两年多， 因为大裁军， 我复员回了
家， 且分配在了一家不错的行政单位。 领导待我不
薄，留我在机关搞业务，保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干
部学校学习，后是入党，转干，提拔基层当所长，再带
薪脱产上学深造……此后，幸运之门向我悄然打开，
在文学师长和朋友们的支持帮助下， 我改弦更辙进
入安康日报社当编辑记者。 记者是时代风雨最直接
的感受者，是社会生活最全面的体察者，眼观六路耳
听八方，为我的创作提供和积累了不少素材。

这样过了几年。 一种沧桑之感常常油然袭来，
感叹之余又把往事翻阅一遍，顿觉有许多东西直窜
笔端。我写了一篇又一篇，我投了一篇又一篇，我发
了一篇又一篇。人生是不停歇的追求，坚持是心，终
于有文辞感动了自己也感动了别人。

过了十几年又过去了许多年，站在高处，纵观
过去， 我才发现我以前曾经暗暗沾沾自喜的作品，
是多么单薄和脆弱。它们只是一些画满了风景的纸
鸢，只要有风就会飘起来，但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成
为真正的雄鹰。

于是，丢下笔，我静静读了几年书。终是成就了
这本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社会的《安康散文简史》。
充实的人生，总是有精神的向导；充实的文章，必须
有精神的支柱。 不管外面的世界多精彩，我依旧不
改初心，在文学这条路上这样走着，并不断的向前
方进行立体的延伸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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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生了八个子女，养成七个，我是老三。 作为三年自然灾害
之后出生的头个孩子，且是儿子，母亲非常兴奋地挣扎着虚弱的身
子，大声催促父亲给取个好名。 父亲想到前边生了三个女儿，且有
一个没有养成，就埋头咂了三口旱烟，猛地呼出一口浓烟，用烟袋
锅子击了一下土墙，高声说出一个“成”。 于是，我的乳名就叫“成
儿”。 这简单、直白而又亲切的称呼，包含了父辈多么深厚、多么丰
富的期待呀！

收获的秋天刚一过去，便是缺粮而又寒冷的冬春。饥寒交迫加
缺医少药，使我黄皮寡瘦，体弱多病。为了“托父托福”，父母采纳外
婆高见，准备给我拜寄一个有儿有女的“露水干爸”。只养一个独女
的本村唐木匠湾能人龙显升闻讯后，到我家附近蹲守了三夜，终于
在黎明时分于牛棚旁“拣”到了我这个“干儿”。于是，义父用半斗玉
米和我父亲完成了认亲仪式。 我的名字由此更改：小名“龙成”，大
名“李焕龙”。 一名两姓，两家呵护，我便在两对父母的养育之下长
大成人。

然而，当义父下葬那天，我以儿子的身份抱着灵牌走在灵前，
下跪、焚香时，不时感到了头上这孝帕的沉重。 亲手铲土掩埋了义
父，我泪流满面地仰天长叹：义父虽不在，义子当长孝！而这孝义之
法，不外乎是以儿子的名义，永远当好龙家的后代，并让我的后人
认龙家人为自己人。

自此，我对“龙”有了更深的认识、更浓的情感。既与一帮志同道
合者摇旗呐喊，热忱兴办中国汉江龙舟节，又为之写了十三届的解
说词；既以连续三届在政协大会提案的锲而不舍，促成了龙舟文化
园的兴建，又为之增添了阅读吧。作为龙文化的热心人，不仅发表了
数十篇文章，还为安康的龙舟文化出版了首部专著《龙腾汉江》。

今天， 站在龙年的门口仰望新年的美景， 我以龙之义子的名
义，双手合十，为龙祝福，并祝普天之下龙的传人：龙年龙运，幸福
安康！

龙之义子
李焕龙

我这个“龙”字，始为“农”，因为生在农村，父辈希望我做一个
热爱土地的庄稼汉。 可上初中后，不安分的我将“农”强改为“龙”，
暗含“鲤鱼跳龙门”之意，因为在那个年代，这是农村孩子最大的梦
想了。 说来也怪，也许是精神力量产生的心理暗示，小学连数学通
分也搞不懂的我从此学习竟然出奇得好， 连年突飞猛进直至成为
全村第一个大学生，自此，成为一条“龙”就是我所谓的初心了。

“人不轻狂枉少年”，我也难免其俗。感觉该入“幻境”结果渐入
“绝境”，这时我也对这名字产生怀疑。我爱“龙”吗？我是“龙”吗？可
我居然活成了“虫”了。曾经有做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结果被近视
的眼、笨拙的嘴、孤傲的心、粗糙的手给耽误了，人过中年百事无
成、殚精竭虑固守清贫，这种先天性不足正如生理性残疾，不能用
迟到的悔悟去埋怨世道不公。理想和现实的落差，让小有作为的我
产生难尽人意的缺憾。于是幻想消逝，忽然想起年轻时为了消除别
人不务正业的印象，曾用“叶公”做笔名发表作品，原自“叶公好龙”
寓爱龙，现在看来很贴切—————叶公所好者非真龙也，且逃不脱与
叶子关系的宿命了！ 所以在怀疑之后，甘愿做一只虫子，爬在赖以
生存的叶子的背部面向阳光，对于这片叶子，我只能将其看穿，不
敢将其吃透。

现在，我感觉自己是霜降后的那片叶子，在梦醒之后耷拉着脑
袋，正午的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我还得懒洋洋地强打起精神。 我
感觉自己真的老了，常回忆一些遥远的事情，但手头的事情却不允
许，我依然被没完没了的琐事纠缠着、推搡着，连回忆都是破碎的。
在齐豫“我们本想改变世界，却让世界改变了我们”沙哑的歌声中，
即将退休的我心中居然也有一份落日般的辉煌。

龙年说龙：因为名字带“龙”，沾个龙光，愿新年龙腾虎跃，下一
代龙凤呈祥；大象属蛇，成不了真龙，也称小龙，晒个龙身，暗藏龙
爪，聊以自慰；名为爱龙，本为爱农，皆因喜欢而已。 不管虎年以前
的岁月如何蹉跎，都应珍惜龙年的每一寸光阴，或像飞龙那样自由
放逐心灵，去干该干的事、想干的事，呼风唤雨、腾云驾雾，或像老
农那样坚守土地、打理四季，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不负韶华
李爱龙

龙腾虎跃，又是一岁龙年到；自强不息，会当击水
三千里。 过去的 2023 年，对我来说是值得欢喜铭记的
一年。 从秦岭之心·绿都宁陕到安康西市·灵动恒口，
从天然大氧吧到改革开放新高地， 变换的是锦绣山
河，不变的是诚朴向阳心。 梳理手中厚厚一叠车票，心
中感慨万千。 六年来两城生活，亏欠了父母妻儿，收获
了淳朴山城朋友的友谊。

2024 年是大家的龙年，也是属于我的龙年。 我希
望在龙年里所有的大龙小龙龙行龘龘， 前程朤朤；所
有朋友万事如意，幸福安康。


